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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医药领域最高层次的教学、临床、科研用书。
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同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状态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其理论体系
具有深厚而坚实的哲学基础。
也就是说，中医学在对其医疗经验进行总结的时候，一点也离不开理论思维，而将实践经验的总结深
化为中医的理论形态，其理论思维更显迫切性和重要性。
同时，古代医家在运用古代哲学去总结医疗实践经验，探讨和升华医学理论的时候，也进一步丰富和
充实了哲学的内容，为古代哲学进一步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本教材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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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从远古到秦统一——奠基时期早在史前时代，我们从先民的创世神话和宗教信仰中已经可以看
到中国哲学的萌芽，而黄帝及尧、舜、禹诸先王的实践智慧则为中国哲学的诞生提供了更重要的思想
资源。
公元前11世纪的殷周之际，是中国哲学的开端时期，其标志是《周易》古经的成型，箕子《洪范》的
传授，还有周公提出的敬德观念与礼乐观念。
从此，中国历代都有一批著名的哲学家，他们以圣人、贤者、智者、隐士、名士等等不同身份，在中
国大地上立言立教，讨论宇宙与人生的根本问题。
他们的思想前后相继，汇成了中国哲学思想的长河。
大体说来，整个西周与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哲学的开拓和探索时期。
起初是一批先哲分别从不同的方面思考天道与人道的有关问题。
随着思想资料的积累与理论的系统化和社会变革，促使思想大解放，出现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学术
繁荣局面，据现存史料考索，确乎不下百家，这孕育了后世各种哲学思想的胚芽。
从春秋末期开始，相继形成了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哲学派别，并出现了空前未
有的思想活跃与百家争鸣的盛况。
诸子哲学均以标新立异、自成体系为时尚，最富原创性和探索性，由此奠定了中国哲学的理论视野，
形成了中国哲学的民族特色。
中国传统哲学是他们在追求真理、即“闻道”、“求道”的实践中所取得的智慧之果。
孑L子讲“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老子言“智慧出，有大伪”，墨子认为不应当让“不智慧者”来治
理国家。
因此，中国传统哲学的爱智慧超越于日常的实用型智慧，上升为探索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向往终极
理想的崇高境界。
中国古代哲学的根本宗旨是探究天人之际，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
围绕天与人的关系，在天道与人道、天命与人力、天性与人为、天理与人欲等多重关系和天人合一与
天人有分的命题进行理性的不懈追问。
中国古代哲学以孔子的人文主义和老子的自然主义为主流，以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大家为
代表。
就思维的逻辑进程而言，从哲学的产生，经过春秋时期“天人”、“常变”、“和同”、“一两”等
范畴的初步展开，《老子》一书作了小结；老、孔、墨各派分立，再经过战国百家争鸣，哲学认识在
矛盾中反复加深，道家提出“精气说”与“静因之道”，孟、庄分别继承而又超越之，惠施合同异，
公孙龙离坚白，庄周齐是非，后期墨家辨知行，荀况在理论上作了批判总结。
（二）从秦汉到唐末——拓展时期儒家哲学在西汉中期被定为一尊，其影响十分深远。
但汉初崇尚黄老，魏晋玄学大兴，都经历了儒、道两家哲学的消长与互动。
从南北朝到隋唐五代时期，又出现了儒、道、佛三家哲学并行发展与消长互动的新局面。
两汉时代除官方儒学外，道家思想也有很大发展。
西汉初年的“黄老之学”曾经一度赢得了统治地位，成为官方支持的哲学。
自汉武帝独尊儒学之后，道家受到排斥。
但道家思想并未因此窒息，它作为官方儒学反对派的思想继续得到发展。
例如西汉末年的严遵、扬雄、桓谭，东汉的王充、仲长统等，他们在反对官方儒学的“神学目的论”
说教时，一般都在不同程度上吸取了道家崇尚自然无为的思想。
扬雄主张吸取老子清静无为的“道德”学说，反对老子废弃仁义、绝灭礼教的观点。
王充尊崇“黄老”，反对天人感应的官方儒学，他继承道家的天道自然无为思想，抛弃了老子“无中
生有”说，提出天道自然无为的学说，以批驳天能赏罚、天有意志的官方儒家神学。
一般说来，汉代的道家思想有两个特点，一是崇尚自然无为，二是维护尊卑上下的等级制度（即名教
）。
魏晋玄学正是紧紧抓住了这两个特点，展开了自然与名教之辩，用道家的自然无为学说，来论证贵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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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制度的合理性，调和儒、道两家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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